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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天下午，雨后，当从工科楼三楼开完会

路过冶金学院的旧楼时，我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

想去楼上看看，因为那是我职业起步时待过8年

的地方。冶金楼改造后，我再没有去过。上到二

楼，从半敞开的各办公室门里看到此处已改为学

生实验用房时，我心里唯一的感叹是，印象中开敞

明亮的办公室竟然如此狭小，一如我当年刚毕业

漫步校园时心中的感受。那时的我难以想象，我

就要大概率在这方寸之地度过我的一生。

我刚毕业的20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全民下

海，空气中弥漫着财富涌动的年代。我也曾困惑

于因各种羁绊而要居于一隅，不能畅享时代的呼

吸。那时的高校，也远非今日如此炙手可热。我

记得当时冶金系的几位老领导开会的时候总说，

行业发展起起落落，你们这些年轻人如果未来幸

运的话，可能会遇到高校发展的蓬勃期。尽管如

此，对未来的迷茫和不甘充盈了职业发展早期的

几年。我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员工，我认真做好自

己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内心清楚地知道，工作上的

投入仅仅源于我做事认真的本性和对工作的责

任，虽然身在校园，但我的心不属于这里，我的未

来不属于这里。

然而，随后的经历却让我开始重新审视并不

断理解自己工作的价值。

第一段经历来自我的学生。有年秋天，我感

冒咳嗽，声音嘶哑。星期天的早上，一名学生忽然

打来了电话，他怯怯地问：“老师，您现在有没有

空？我想找您谈谈。”那是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男

孩子，孤僻而自卑，我能想象他能鼓起勇气打这个

电话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拒绝的话到了嘴边我又

咽了下去。

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我们就在主楼

后面的石阶上一直坐着，他谈他的苦闷、他与同学

的隔膜、他的家庭、他的理想。我惊异地发现，一

个毫不起眼的孩子竟有如此丰富的内心，他弱小

的心里竟承担着他的年龄所不能承载的无助。尽

管我的开导、劝慰无法给他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当

他最后对我说“老师，谢谢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而后一身释然地走开时，望着他的背影，我的心里

忽然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为学生、也为我自

己。尽管几个小时已使我的嗓子彻底失声，但我

的心里竟充盈着一种被人信任的幸福的感觉。我

忽然体会到，我个人一点微不足道的付出却能给

学生如此大的影响。

第二件触动来自我的同学。把“梦想仗剑走

天涯”的许少年和高中班里最后一排角落几乎没

有存在感的许巍挂起钩来，是我做教师很多年以

后的事情。当印记统一时，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我

在他的歌里有如此多的共情：当在日复一日枯燥、

压抑的学习和面对高考的压力下，当在校园的最

高处观赏少陵塬畔的一抹夕阳时，无数的小镇少

年估计都有着同样的“像风一样自由”的渴望。我

惊叹于如此少言寡语、在班级里几乎没有存在感

的学生也有如此丰富而激情的人生憧憬，我深深

地震颤于每个看似普通平凡外表下的人们所具有

的独特和波澜激荡的灵魂。

这些早期的感受不断地影响着我对教师工作

价值的理解和认同，因为理解与尊重，因为公平与

宽容，因为引导与助力，因为责任与使命，这方寸

之间大有天地。

而今，这方寸间的校园我已走过了三十多年，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两点一线，从北院到南院，

从南院到北院，往后延伸至草堂。但一路走过，再

没有感到校园一隅的憋屈，反倒充满了充盈感，正

如许巍的歌里所唱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因为做了教师，我体会到了每一刻成长的欢

喜。它使我保持了旺盛的求知欲和终身学习的能

力，它使我的内心充满了力量。从毕业到现在，从

不会打字，到熟练使用电脑；从粉笔讲课，到使用

幻灯片；从手工管理到系统操作；从普通教室到智

慧教室；从网上购物到滴滴打车……在每一轮的

新技术及新知识的获取上，因为处于校园，我拥有

了最早接触新知识的机会，因为处于校园，我感恩

自己能一直保持年轻的心态。

因为做了教师，我体会到了人生诸多的潜能

和力量，学会了理解和包容。在这方寸之地，一批

批的学生来来往往，他们鲜活的青春、多样化的个

性使我学会了理解和倾听、包容和尊重，从学生的

成长成才中，欣喜着人生无尽的可能。

因为做了教师，我享受到了象牙塔里的相对

宁静。它使我能在喜欢的氛围中做自己喜欢的事

情，和优秀的同事共同成长，使我能在面对社会的

种种真实后还依然充满理想和信念的光芒。

回顾走过的历程，我曾经也质疑过教师个体的

价值，每个老师只是教学生几门甚至一门课，接触

的时间机会有限，我们每个人能影响学生多少，能

帮助学生多少，能在学生的成长中发挥多大的作

用？这些疑问和反思也贯穿在我成长的不同阶段。

当我给学生推荐北大才女卢新宁的“怀疑的

时代依然需要信仰”，在课堂播放超级演说家节目

里董仲蠡的演讲“教育的意义”，在跟学生提到网

络同情和身边失意者所遭受的冷漠时，我曾经因

为没有听到学生的回馈而感到失落，结果我在很

久以后其他老师的课堂里听到了学生的回应，在

讲相关的问题时他说周老师曾推荐给过我们一篇

文章，我很有感触。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熏

陶的含义，才真正理解了润物无声的意义。我们

所有的老师、所有的课程、所有的教育环节其实是

配合起来实现共同的目标，每个老师的贡献是微

小的，也无需感到无力与困扰，但是正是这些所有

老师的共同努力，才能最终形成我们教育的目

标。因此，就个体而言，无忧短期得失，无惧是否

回应，心之所向，无问西东，才能终有所成。

（作者系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教师）

方寸之间见天地，鬓华虽改心依然
——从教30年心路随笔

◇周 勇

尽师责 守初心
教育是人类崇高的事业，教师是这

一事业的承担者。我非常荣幸成为一名

高校教师，长期执教在教学一线，践行教

育使命，尽最大努力教书育人、为人师

表，也非常感谢学校和学生给予我“优秀

主讲教师”这一荣誉。这是一份肯定与

信任，对我也是一份激励和沉甸甸的责

任，是我孜孜以求的努力方向。结合多

年的教学实践，谈几点粗浅的教学感悟：

以学生为中心、勤耕不辍。大学要

想培养出适应新时代的人才，首先要在

课堂上下功夫，挖掘吃透课程的知识内

涵和外延，完善知识体系和前沿储备。

为了更好地向学生传授知识，在超星平

台自主开发建设了内容丰富的课程网

站，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转

变教学理念，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主导，让知识的教授和学习环节，形成反

馈，构成闭环。为此，实施“三阶段、自主

性、互动式”教学方法改革，使课前、课中

和课后三阶段相互贯通，使线上线下教

学有机融合、紧密衔接。线上满足学生

随时随地自主式、探究式、协作式学习；

线下深入开展启发式、讨论式、互动式教

学，剖析重难点，解析学术前沿。

提升教学效果、乐于投入。教学上

以“上好每一堂课”为己任。一堂好课总

是包括了精心设计，有效控制；教师主

导，学生主体；深入浅出，讨论互动；师生

和谐，气氛活跃；内容丰富，语言生动等

诸多要素。可以说，课堂教学及其效果

是教师德、识、才、学的一种综合体现。

整个教学围绕着学生学习产出最大化而

设计。我持续投入了几个学年，建设了

教学资源丰富的课程网站，录制了一百

多个微课视频，包括导学、概念讲解、重

点难点讲解、定理方法运用及知识拓展

等，方便学生在不同知识掌握阶段按需

自学；发布每一堂课的预习和复习提要、

鼓励督促学生线上自学；每章凝练出几

道讨论题巩固拓展所学知识；进行线上

线下辅导答疑及时内化知识。多管齐

下，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得到了

大幅提升。

教研结合，学思并进。坚持“教而不

研则浅，研而不教则空”，把多年积累的科

研经验融入教学，使课程教学与科研课题

有机结合起来，拓展和丰富专业课的教学

内容和知识深度，以研促教、以教促学，反

思改进，不断优化完善教学过程。

坚守初心、潜心育人。作为培养和

造就人才的践行者，高校教师不仅要教

书育人推动高等教育向前发展，还要肩

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我在课堂上以专

业知识为载体，将我国IT领域科学前沿、

技术创新引入课堂，坚定学生“不忘科学

报国初心，牢记科技兴国使命”的信心，

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作者系信控学院通信工程教研室

教师）

◇董 惠


















编者按“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教师是中华师道的传承者、新时代立德树人的践

行者，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使命光荣，职责神圣。为进一步展示我校优秀教师风

采，本报联合教务处刊发2021—2022学年学校“优秀主讲教师奖”获得者教学感言，以飨读者。

作为一名专业课教师，在“钢结构”课程教学过程中，我注重将

科研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及时把最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

充实授课内容。不照本宣科，用自己的理解去阐述问题的本质，用

科研的规律来引导学生，在提高了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学习热情的

同时，激发了他们的科研兴趣，对教学效果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对学生的指导过程中，我始终以平等、朋友的心态对待学

生，消除彼此间的距离，我是他们的大哥哥，他们是我的弟弟妹

妹。我经常与他们聊人生、谈理想，分享成长经历，把自己的经验

教训倾囊相授，希望有助于他们的成长和成才。在互动过程中，我

也更深刻地了解到学生们的心声和诉求，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思

路、教学方法和授课内容。

“青春虚度无所成，白首衔悲亦何及。”作为一名从教不久的青

年教师，我深知青春岁月是短暂而宝贵的，也是我学习新知识和新

能力的黄金时期，因此必须时刻保持空杯心态，不断学习，与时俱

进，只有具备深厚的学识积累，才能托起学生的求学之舟。

（文/连鸣，土木学院钢结构教研室教师）

如何做一个好的老师呢？

首先，我认为需要成为一个锤炼学生品格的引路人、学生学习

知识的引路人、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其次，在课堂上我鼓励学生个性化地学习知识，提倡解决问题

的多样化，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整个课堂充满活力。学生们

不仅有条理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及想法，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

会了认真倾听别人的观点，相互接纳和欣赏，相互合作交流，并不

断地对自己和别人的想法进行批判和反思。

最后，好的老师不仅要在学习上传授知识，更应该在生活

中了解学生，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

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

范相统一。

（文/江松，资源学院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教研室教师）

作为一名从教多年的教师，教育情感的投入、教学方式的变

革、教学艺术的探索，一直是我不懈的追求。

在“磁性材料”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学生的期望和鼓励，促使我

不断地学习，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课堂上注重引导启发式

教学，通过不同的形式与学生进行有效互动，尽心尽力为他们提供

有质量、有特色、有创新的教学内容。同时也坚信理论联系实际的

教学方法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和运用所学的知识。我始终

重视培养学生的材料思维和兴趣，不仅使学生掌握材料的知识和

技能，还要让他们了解材料与其他领域的广泛联系和应用。希望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到材料的魅力和价值，激发他们学习

专业知识的热情，鼓励学生们更加自信地走向未来。

（文/金丹，材料学院功能材料研究所教师）

时光荏苒，一晃儿在西安建大的教师

职业生涯已近30年。从初上讲台面对学

生时紧张、忐忑，到今天已能在讲台上和

教室中收放自如，离不开一代代前辈的带

领、同事的帮扶，更是在与每一级同学、每

一堂课的互动中不断收获、时时成长。

自入职以来，常年在建筑学院担任

居住设计教学工作。初为教师时，与同

学们年纪相仿，那时的自己更像是知识

的搬运工，把从前辈那里学来的和书本

上的知识传递给同学们。随着年龄增

长，生活经历逐渐丰富，上课也不再是简

单的单向输出，更多的是与同学们共同

探讨，在一轮轮你来我往中相互启发、共

同收获和成长。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

网络和各种新技术的普及，学生们探索

的兴趣和领域愈加宽广，很多时候设计

课就是对话交流与探讨研究，从我一方

给予专业经验和生活阅历，从学生那里

得到的是对未来无限的大胆畅想和各种

奇思，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创意想象

逐渐落实到专业设计中，以至于错过了

饭点还在激烈讨论的场景时有发生。

做教师的幸福不仅来自桃李满天下

的成就感，更是源自日常和同学们相处的

点滴，正是校园中随处洋溢的青春让老师

们比同龄人更富有活力。在与生为伴的

道路上，我愿永葆初心、一路前行！

（作者系建筑学院三年级教研室

教师）

与生为伴 永葆初心
◇张 倩


